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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针对细颗粒土层上层滞水水文地质条件下的深基坑降水方法，提 出采 用引渗 井和 

管井联合降水的方法，并在工程实践 中取得较好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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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 ，随着工 程规 模 的不 断扩 大和基 坑开 挖深 度的 

不断加深，深基坑降水日益为工程技术人员所重视。北京 

城区普遍存在上层滞水，主要赋存于填土及以下的粉质粘 

土和粉土层中，埋藏较浅，其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和 

管道渗漏，水量一般不大。当基坑较浅时，可采用小间距 

轻型井点进行围降，效果很好；当基坑较深、降深 大于 

10m时，目前普遍采用管井抽降的方法。但因细颗粒土层 

的渗透性差 ，管井的单井出水量小，造价高，降水效果差， 

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我们将引渗井与管井联合降水的方 

法应用于深基坑降水中，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和经济效益。 

l 降水设计的理论分析 

北京城 区地 面下 10～20m深度 内通常分 布具有一 定厚 

度的砂 、卵石层 ，有 较稳 定 的渗透性 ，且水位 低 于其顶 板 

埋深 ，属潜水型 地下 水。可 以利 用钻 孔揭露 该层 ，沟通 上 

下含水层，将上层滞水导人该层 ，从而达到 自降的目的； 

如果混合水位高于基坑深度或降水工期较紧，可利用管井 

配合抽降以达到降水 目的。由于引渗井无须水泵，免去了 

水泵、用电及管理费用，可以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益。 

2 工程实例分析 

2．1 工程 概 况 

甘露 园小 区位 于青年路西侧 ，该 工程包括 5座 塔楼 、4 

座板楼、地下车库等建筑。本期工程为 D、E楼 2栋塔楼， 

地上 20层 、地 下 2层 ，基 底 相 对 标 高 一9．23m(局 部 一 

11．13m)，地下车库拟在 D、E楼竣工后开挖施工。±0．00 

=35．50m，场 区 自然地面标高 33、55～34．43m。 

2．2 地层岩性特征及水文地质条件 

拟建场区主要地层如下：填土①层，粉质粘土②层 ， 

粘质粉土③层 ，粉质粘 土④ 层 ，细砂 ⑤层 ，粘 质粉 土 、粉 

质粘土⑥层 ，卵石⑦层 等。 

场区见有两层地 下水 ：第一 层为上 层滞 水，埋 深 1．80 

～ 3．30m，水位标高 31．02～32．72m，主要为地下管道(沟) 

渗漏水 汇集 而成 ；第 二 层 为 潜水 ，埋深 11．00～ 12．50m， 

水位标高 21．51～23．33m。 

2．3 基坑 降水设计 

2．3．1 降水方案的选择 

场地中部为地下车库，住宅楼围绕其周围，地下车库 

基础埋置深度比塔楼略深，且基础相连。不同降水方法的 

技术对 比如下表 1。 

鉴于轻型井点仅适用≤6．0m 基坑 ，不予考虑 。管井 适 

用于降水量较大的潜水、承压水。喷射井点适用于降水量 

较小的上层滞水、潜水，基槽不宜过深，且设备要求高、 

工程造价较高。自渗井适用于降水量较小的上层滞水、潜 

水 ，且槽底下不太深处有较好的容水层。 

表 1 各种降水方法技术对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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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斜立混合开拓方式之应用 

宋来金 

(中煤国际工程集团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，北京 100011) 

摘 要 ：对斜 立混合开拓方式进行 了较全面分析 ，论证采用斜 立混合 开拓 方式的优越性 ， 

认为斜、立混合开拓是一种 能同时发挥胶 带斜 井煤炭及 副立 井辅助提升优势的开拓方式 ，是适 

应生产水平及科学技术发展 的产物，提 出大型矿 井设计应打破传统的斜井与立井在煤层赋存深 

度的界 限，扩大主斜 井的使用范围，积极应用混合开拓方式的建议。 

关键词 ：大型矿井；斜立井；混合开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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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 言 

井 田开拓方式 为新建 矿井 和改扩 建矿井 设计 的重要 决 

策内容之一，合理地确定井 田开拓方式，不仅关系到矿井 

的基建工程量、初期投资、建设速度，而且还长期决定着 

矿井 的生 产面貌 和技 术经 济效果 。随着 科学技 术 的不断进 

步 ，井 型的不 断增 大 ．机械 化程 度 的不断提 高 ，矿井 的 开 

拓部 署更显示了其在矿井 中的战略地位 。 

立井 及斜井开拓方式一直是我 国采 用最多 的开拓方式 ， 

并随着开采技 术 、生产 水平及 技术 装备 的发展 而变化 。主 

要特征是从初期 以立井开拓 占主要地 位发展 到 目前 的立井 、 

斜井 开拓齐头并 进 的形势 ，由于 提升设 备 、提升 能力 的限 

制 ，斜井开拓方式 虽然在 中期得 到 了很 大发展 ，数量上 占 

据优势，但大型矿井仍以立井为主。 

斜 、立混合开拓方式 是把 斜井 开拓方 式的 主斜井 与立 

井开拓方式的副立井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开拓方式，因而 

既能够充分发挥后两者的优势，同时又能克服其主要不足。 

在国外 ，许多国家较早地认识到了斜立混合开拓方式 

的优越性 ，大型特大 型矿井 及开采 深度较 大 的矿 井 ，趋 向 

于尽可能采用斜井或斜立混合开拓方式，胶带斜井的最大 

提升高度已达 990m(英国赛尔比矿)，最大的单机长度已达 

5620m(西德路易森塔尔矿)。最具代表性的为英国的赛尔比 

。  、 、 、 

根据本工程 的基础 埋深 、地 质 条件 及降水 目的层仅 为 

上层滞水 ，引渗井是适宜的降水方法。由于上层滞水分布 

规律极差，其赋存形式、迳流形式 、补给来源等受很多因 

素影响，并考虑在后期地下车库施工降水时，不对本期塔 

楼处地下水进行再次抽降，确定采用引渗井与管井联合降 

水方 案。 

2．3．2 降水设计参数 

依据 基 底 最 深 处 标 高 为 24．37m，水 位 应 降低 到 

23．80m以下。引渗井与抽水井间隔布置，两渗一抽，即每 

隔 2眼引渗井布置 1眼管井 (管井 内安放 3．0m ／h潜 水泵 ， 

根据 降 水情 况 随 时 抽 水 )。井 位 离 槽 边 线 2．0m，井 间 距 

6．0m，井径 帕00mm。井深 18．0～19．0m(以进入 卵石⑦ 层 

1．0m为准 ) 引渗井 采用全砾料充填，抽水井孔 内下人 

中400无砂 水 泥 管 ，含 水 层 段 外缠 土 工 织 布 ，管 外 填 3～ 

7mm砾 料。 

2．3．3 实施效果 

本工程共施工管井 24个，引渗井 48个，观测井 5个。 

经基坑 开挖后验证 ，2栋 高层住 宅楼 CFG桩施工 时达 到干 

槽 ，地下 水已降至槽 底以下 。对于 基坑开 挖后地 层 中局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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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留渗水采用埋管导流并挖排水沟和积水井，用明排的方 

式解决。现两座塔楼已出地面，管井也在基础底板浇注完 

成后停止抽水。从观测井可见，降水区域地下水位仍在基 

底以下，此降水方案较成功地解决了深基坑上层滞水的降 

水难题，同时又节省了以后地下车库基坑开挖时对该处地 

下水的二次抽降费用，效果是显著的。 

3 结 论 

采用引渗井 和管井 联合 降水方 案 ，关键是要 有一 定厚 

度及透水性 较好 、且 水位较 低 的相对稳 定的含 水层 。在地 

层 条件 允许 的情 况下 ，采用 此方 案可 以节约 大量成 本和 资 

源。因引渗 不能按常规进行洗井 ，要特别抓好施工质量， 

严禁填料时停水。引渗井不下管，井 口无抽水设施，可根 

据需要随意布置 ，是 其最 大优 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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